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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汤丹文

新春将近，本报文体新闻版的
《社会力量办体育》 系列报道也将
近尾声，想必读者也充分感受到了
宁波社会力量在体育事业和健康宁
波建设中所起到的作用。但记者在
采访中也了解到，在成绩背后，一
些从业者的深深担忧和困惑也确实
存在。

宁波社会力量办体育的单位包
括在工商部门注册的体育类企业和
在民政部门注册的体育类民办非企
业单位。特别是后者，作为社会组
织类型之一，前些年为宁波群众
体育的繁荣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但毋庸讳言，内在发展动力严重
不足特别是办体育的资金来源成
问题，深深困扰着一些宁波社会
力量办体育的从业者。体育类民
办非企业单位尽管是实体性的非
营利组织，但许多体育活动和赛
事是以创造社会效益为主，经济
效 益 很 少 ； 办 赛 做 事 情 需 要 团
队，培养团队需要经费，活动也
需资金，而一些民非的经费来源一
般只能靠自筹。不赢利可以，但总
得生存下去。

2012 年以来，宁波市政府连
续出台政策促进和加快体育产业发
展。但从经营者反馈的情况看，在不
同行业、不同层面均存在扶持政策
落地困难的问题。有的经营者反映，

国家层面对体育产业的发展很支
持，但地方层面对中小体育企业的
引导和支持则相对欠缺，政策指定
的方向跟本地市民需求有脱节；体
育产业引导资金，体育类民办非企
业单位难以享受，相当部分的体育
俱乐部被拒之门外。还有一些处于
初创时期的企业经营者反映，从银
行等传统金融机构得到贷款比较困
难，而新的体育融资平台尚未建立，
没有资金作为依托，很难做大做强。

一位体育民办非企业单位负责
人告诉记者，在当前形势下，体育
民办非企业单位要生存，比较现实
的就是承接有收入来源的赛事和活
动项目，特别是政府采购项目。然
而在市场竞争中，本地的民办非企
业单位处于不利地位，在活动承接
方面处于劣势地位。记者也了解
到，目前，宁波越来越多的体育赛
事和活动承办者出现了许多外地体
育赛事公司的身影，甚至宁波一些
传统的群体活动也由外地的公司来
操作。

虽然宁波不少体育类民办非企
业单位通过了民政部门的等级认证
并进入民间组织政府采购名录等，
但承接政府采购体育项目上的优势
很小。一些从业者认为，体育赛事
和活动列入政府采购是一种趋势，
但能否对本地的社会力量办体育者
能有所保护倾斜呢，以便于他们做
大做强？“中国进入 WTO 还会要
求多方面的一定期限的保护，作为
宁波的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如何
经 得 起 一 些 外 地 大 型 企 业 的 冲
击？”一位从业者这样告诉记者，
这不是提倡地方保护主义，而是从

近几年的办赛实践和效果中得出的
判断。一些事实可以证明，本地社
会组织更多会实事求是地考虑体育
项目的真正效果，而外地机构更多
地考虑经济收益，有的只要拿到钱
甚至不怕做一单就“走人”。所
以，经常是项目采购时，外来者比
本地企业说的好听得多，公关能力
也强，拿到项目的机会也大得多，
真正实施起来有时却大打折扣。

“这种‘外来和尚好念经’的观
念，能否改一改？”

如何发挥协会等体育社团在社
会力量办体育中的作用，也是一个
待解的难题。市自行车运动协会的
吴晓军在秘书长这一岗位上已足足
做了 15 年。对此现象，他也表示
很无奈：“并不是我想这么做，而
是这个基本要“倒贴”的位置，很
少有人愿意来做。”他表示，自行
车运动协会不像别的一些协会那
样，可以利用培训办班来取得生存
发展的资金。“现在协会不要说培
训团队了，要养一个修车师傅也要
千辛万苦，想尽办法。”

一些有识之士对解决这些问题
也提出了一些具体对策：政府层面
的体育活动和赛事，应积极鼓励宁
波本地有资质的体育类民办非企业
单位或中小企业参与政府购买的服
务项目，切实提升本地企业社会体
育服务水平；充分运用好宁波市体
育产业发展引导资金，让这些资金
更多向正在发展中的本地体育类民
办非或中小企业倾斜；每年定期举
办体育产业项目推介会，为体育类
民办非或中小企业提供交流展示的
平台；进一步打造体育社会组织评

级体系，出台并落实相关扶持政
策，相关部门协同税务等部门，使
得相关优惠政策得到贯彻执行；对
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或中小企业
负责人开展政策培训，协助他们与
各政府部门进行沟通协调，支持新
兴体育项目在宁波的开展……

记者认为，除了上述对策之
外，温州等地开展的社会力量办体
育全国试点经验，宁波也可以借
鉴。温州的凯胜小球运动俱乐部探
索出来的“协会+公司+俱乐部”
的社会力量办体育模式也许更具可
操作性。这个凯胜小球运动俱乐部
的门口，除了挂有俱乐部的标牌
外，还挂着苍南县灵溪镇乒乓球协
会的牌子。而俱乐部背后是温州市
较早由私人投资，拥有独立产权的
体育类私营企业。该俱乐部如今不
仅是当地居民日常进行体育锻炼的
根据地，每年还通过协会组织承办
各类体育赛事近百场。公司化的运
作模式，加上协会组织的赛事活
动，让俱乐部有了充足的经济支
持，让全民健身的进一步推广呈现
良性发展。记者认为，这种从体制
上的根本改变和创新，可谓釜底抽
薪，满盘皆活。

而对于体育部门而言，记者认
为，除了进一步取消并规范体育审
批各类事项，更要培育社会力量办
体育的各类主体，强化社会力量办
体育的服务保障，健全社会力量办
体育的监管制度，建立政府购买服
务的相关规范。只有从根子上改革
体育管理体制，才能为宁波社会力
量办体育走出一条康庄大道提供保
障。

内在动力很缺失 外来竞争很激烈

社会力量办体育如何再迎春天？

宋 臻

前天，本土书店“甬上枫林
晚”的新店在月湖畔拗花巷一幢
民国风的独栋老房子里开张。对
宁波这座书香之城而言，这大小
也是个文化事件。

过去几年来，宁波一些地标
性区域开了不少有特色的新书店，
譬如上海三联的“筑蹊生活”开进
了和义大道，“十里红妆”进了文化
广场。已经开了十多年的“甬上枫
林晚”这次属于总部搬迁，算是老
店新开，用时髦点的话讲，应该叫
转型升级。

而笔者想要说的是，把书店
开进月湖边的背后，更值得人们
期待的是，宁波城市核心景区的
文化消费和文化形象如何提升。

宁波是国家级“文化消费试
点城市”，也是全国首批“历史建
筑保护利用试点城市”。这几年，
在促进文化消费、综合利用历史
文化建筑方面动了不少脑筋。根
据市统计局 2017年的数据，全市
居民消费价格上涨 1.8%，而教育
文化和娱乐上涨 2.5%。笔者虽不
清楚这个数据具体的结构，但至
少可以大致判断，文化消费支出
增长明显高于一般性消费支出的
增长水平。但对宁波这样经济发
展水平的城市而言，我们可以提
供给消费者的文化服务、文化产
品，在品质上还与消费者的需求
存在较大距离。尽管文化消费潜
力巨大，但难点在于环境打造、
特色培育及业态创新。

月湖周边这几年，与文化业
态相关的消费环境改善是显而易
见的。除了已有的婚庆文化产
业，这几年又有新变化。一方
面，引入了一些高端的品牌文化
机构譬如“荣宝斋”，另外一方
面，也有一些年轻人创业的具有

“文化+”特征的餐饮类消费企
业，譬如“麦田工坊”。如今，月湖西
侧又增加了“甬上枫林晚”书店总
部。但总体感觉，这里的文化消费
和文创企业还是有些“自由生长”
的味道，没有杭州西湖边那种经过
精心打磨、布局的整体感。

类似月湖这样规模、格局的
景区，其消费对象除了游客外，
恐怕主要还是本地居民。月湖周
边的消费场所，一定是服务于当
地百姓的日常生活，应该是个闹
中取静、雅俗共赏的地方，是个
注重品质消费、特色消费的地
方，是个外地游客能买到与宁波
的历史民俗风土人情有关联物品
的地方。它应该充盈着宁波浓浓
的地域文化，是个能坐下来品一
品茶，看一出戏，听一听宁波老
故事的地方。也许也是一个随手

“刷”一下手机，就能“刷”出一
座城市千年沉淀的地方。

因此，如何在月湖景区打造一
种传统文化与时尚结合的氛围，如
何提升这里的文化消费档次，实在
是个大课题。因为这里有着宁波城
市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和精神记
忆。我们特别需要避免的是那些一
不留神把历史街区最后变成吃吃喝
喝、会所林立之地的“短视”举动。

就月湖景区而言，新变化给这
里的文化消费创造了难得的历史
机遇。抓住这个机遇，就能做大文
化消费这块蛋糕，也能以景区的文
化消费繁荣促进城市档次的提升，
最终使月湖成为代表我们这座城
市历史文化形象的真正“名片”。

书店办进
月湖后的新期待

本报讯 （记者周燕波 通讯
员项秀英） 昨日下午，宁波童画
树人美术教育基地与海曙欧尚超
市携手举办的“同心·同行·童
成长迎新春送春联大型公益活
动”，在欧尚超市拉开了帷幕。这
也是宁波童画树人美术教育基地
自去年 7 月成立以后举办的第六
次大型公益主题系列活动。

室外雨雪霏霏，室内春意融
融。在欧尚超市三楼活动区，孩
子们在树人童画美术学校老师的
指点下，兴致盎然地体验波点画
创意构图、福蛋彩绘等活动。活
动主办方还邀请了俞国忠、吴兵
甫、袁岳文等几位宁波书法家亲

临现场助力本次活动。他们与童
画树人书法班的学员们一起写

“福”字、写春联、送春联。出自
小 “ 书 法 家 ” 之 手 的 一 幅 幅

“福”字和春联作品，虽然笔力略
显幼稚，但充满童趣，引来许多
市民围观欣赏。

宁波市树人书画院理事长王
鸣春表示，宁波童画树人教育基
地虽然成立仅半年多，但至今已
举办了六次“同心·同行·童成
长”大型主题公益活动，旨在激
发孩子们对书画艺术的兴趣，同
时也培养他们自觉参加公益活
动、服务他人、奉献社会的公益
意识。

宁波树人童画举办
迎新春送春联公益活动

2018 年“甬江杯”宁波市桥
牌联赛前天在新芝宾馆开赛，海
曙队、甬东队、宁波海关队、宁
波大学队等 16支代表队参加了这

次比赛。今年的联赛分为五站进
行，五站比赛结束后，还将于 11
月举行总决赛。

（姬联锋/文 胡龙召/摄）

本报讯（记者崔小明 江北记
者站张落雁） 日前，记者从江北区
文化强区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该
区出台了《重点文化项目扶持及人
才奖励暂行办法》，重点文化项目
最高可获得 240万元扶持补助，文
化人才最高可获得 90 万元的扶持
补助。

据介绍，江北区这次出台政

策扶持补助的重点文化项目是：
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繁荣
具有较大带动作用、具有创新引
领性的特色项目。该区将综合考
量项目投资额、贡献度、影响力
和社会效应等指标，将项目分为
一类、二类、三类，连续给予三
年补助。一类项目给予每年不超
过 80 万元补助，二类项目给予每

年不超过 50 万元补助，三类项目
给予每年不超过 20 万元的补助。
扶持补助的重点文化人才为：经
市级及以上宣传文化主管单位认
定的文化人才、江北区重点文化
项目带头人、江北区文化项目所
需相关文化人才。文化人才将分
为领军型、骨干型、专业型，连
续给予三年补助。领军型人才给

予每年不超过 30 万元的补助，骨
干型人才给予每年不超过 10 万元
补助，专业型人才给予每年不超
过5万元的补助。

记者了解到，江北将对获评的
重点文化项目和人才每年进行评估
和动态跟进，在资金、资源、宣传
推介等方面给予持续支持，为其创
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江北出台重点文化项目扶持和人才奖励新办法
最高补助240万元

日前，寒风刺骨的冬日挡不住
宁波市第二幼儿园乖乖虎班的小
朋友表演童话剧的热情，“兔子”

“老虎”“猎人”在老师的带领下如

火如荼地进行着。作为幼儿园的特
色项目，童话剧既锻炼了小朋友的
语言表达能力，又在互动表演中增
强了体质。图为表演现场。（郑杰）

1月27日，北京市怀柔区北房
镇小辛庄村的村民在文化广场排练

“手龙舞”，为春节期间参加当地的
演出活动做准备。

（新华社发）

“手龙舞”
迎佳节

本报讯（记者崔小明） 昨晚，
来自宁波的两件国宝“万工轿”和

“彩凤鸣岐”唐琴双双亮相央视大
型文博探索节目 《国家宝藏》，除
了这两件国宝，宁波传统民俗“十
里红妆”等也惊艳了全国观众。

央视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
宝藏》与故宫博物院、浙江省博物
馆 、 辽 宁 省 博 物 馆 9 家 博 物 馆

（院） 联合举办，并邀请有影响力
的公众人物作为“国宝守护人”讲
述 文 物 故 事 。 昨 晚 首 先 亮 相 的

“万工轿”是浙江省博物馆“十大
镇馆之宝”之一。这顶轿子耗费了

一万多个工时，故称“万工轿”，
它采用榫卯结构联结，没有一枚钉
子，由几百片可拆卸的花板组成。

“万工轿”的“国宝守护人”是著
名青年演员任重、舞剧 《十里红
妆·女儿梦》总导演王晓鹰和原主
演殷硕。任重等首先通过情景剧表
演了“万工轿”的起源，表现了宁
波商人的诚信品质和匠人精神。随
后，殷硕上场，作为曾经的宁波市
演艺集团的一名舞蹈演员，她因舞
剧 《十里红妆·女儿梦》 一炮走
红。她讲述了当时受“万工轿”启
发参与创作 《十里红妆·女儿梦》

的过程。王晓鹰回顾了到浙江省博
物馆采风时，第一次看到“万工
轿”的震撼场面。他向全国观众介
绍了“万工轿”的金碧辉煌，说就
如一座微型的宫殿。他清楚地记得

“万工轿”上的雕刻主题有天官赐
福、麒麟送子、魁星点斗、独占鳌
头以及《水浒传》《西厢记》《荆钗
记》《拾玉镯》 等戏曲场景。王晓
鹰的介绍引来观众的热烈掌声。

“彩凤鸣岐”唐琴是浙江省博
物馆“十大镇馆之宝”之一，原藏
在北仑大碶东岙的徐桴故居“塔峙
圃”，1953 年捐赠给浙江省博物

馆。“彩凤鸣岐”唐琴的“国宝守护
人”是著名演员孙淳。孙淳首先“穿
越”到了唐代，成为“彩凤鸣岐”制作
者雷威。他与唐玄宗的一场戏显示
了音乐家的独特风骨。随后，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的代表性传承
人丁承运和浙江省博物馆工艺部主
任范珮玲亮相，他们讲述了具有
1300 年历史的“彩凤鸣岐”“活
化”过程中惊心动魄的故事。

宁波的国宝亮相央视的画面
昨 晚 在 很 多 宁 波 人 的 朋 友 圈 刷
屏，大家为宁波优秀传统文化感
到自豪。

宁波两件国宝亮相央视《国家宝藏》

“万工轿”和“彩凤鸣岐”唐琴惊艳全国观众


